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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微课教学（Micro-Lecture）指按照课程标准及教学实

践要求，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，体现在课堂教学过

程中针对某个知识点、重点、难点或教学环节而设计教与

学活动相结合的各种教学资源有机组合 [1]。基于问题式的教

学方法（Problem-Based Learning，PBL）指以问题为导向、

以学生为主体，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，培养学生自学、研究、

讨论和合作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，全面培养学生综合思维

能力 [2]。本次研究旨在探究微课结合 PBL 在小儿穴位贴敷

教学中的应用效果，现总结如下。

2 对象与方法

2.1 研究对象
选择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某校 65 名学生为研究

对象，根据教学方法的不同将学生随机分为传统教学组（对

照组）、微课结合 PBL 组（实验组），两组分别 32 名、33

名学生。两组学生年龄、性别、前期中医基础知识等方面，

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，具有可比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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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研究方法
①授课教师：教师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，教龄

在 5 年以上。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者。

② PBL 教学法具体操作。设计以问题为导向的病例分

析题目，以问题的形式激发学生的课前预习、自学、查找资

料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自主学习能力。之后进行集中课

堂讨论，教师点评、学生互评等，引导出新的问题或假设，

最终形成完整的分析与讨论。

③微课教学法具体操作。以小儿穴位贴敷为主旨拍

摄相关微课，设计微课时长 5~8min。课前将微课、预习

PPT、PBL 教学内容等提前发送给学生，并要求学生根据要

求完成相应预习和作业。课上可根据 PBL 内容进行学习和

讨论，学生根据学习情况进行汇报，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、

参与性，激发学习兴趣和热情。课后推送复习内容和习题，

并进行相关测验，验证学习效果。

④综合核心能力培养：在教学过程中重视人文素质、

团队协作能力、临床思维能力、创新意识、伦理法律实践、

自主学习能力、人际沟通能力等的培养，培养以岗位胜任力

为导向的医学人才。

⑤教学时长为 3 个月。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，根据

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进行授课，实验组采用微课结合 PBL

组教学模式，通过问题为导向的经典案例、微课形式等引入

课堂内容。

2.3 评价指标
2.3.1 教学效果评价

教学课程结束后对学生理论知识、实践技能操作水平

和综合核心能力进行考核，成绩按百分制计算。

2.3.2 学生满意度评价
采用自制问卷调查表了解学生对不同教学方法的满意

度，从教学形式、授课过程、学习自主性、教学效果、综合

能力提升等进行问卷调查设计。问卷评分等级分为 5 级，非

常满意评分区间为 ≥90 分，满意评分区间为 70~89 分，满

意度一般评分区间为 60~69 分，不满意评分区间为 50~59 分，

非常不满意评分 ≤49 分。满意度 =（非常满意人数 + 满意人

数）/ 总人数 ×100%。

2.4 统计方法
应用 SPSS21.0 统计学软件，计量资料以平均数 ± 标

准差（X±s）表示，组间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，采用 t

检验进行两两比较。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率（n%）表示，

并进行卡方检验，P ＜ 0.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。 

3 结果

3.1 两组学生理论知识成绩和实践技能操作成绩比较
实验组学生的理论知识成绩和实践技能操作成绩明显

均高于对照组学生（P ＜ 0.05），见表 1。

3.2 两组学生综合核心能力比较
实验组学生综合核心能力如人文素质、团队协作能力、

临床思维能力、创新意识、伦理法律实践、自主学习能力、

人际沟通能力及总分均高于对照（P ＜ 0.05），见表 2。

表 1 两组学生理论成绩和实践技能操作成绩的比较（X±s，分）

组别 n 理论知识成绩 实践技能操作成绩
对照组 32 80.34±6.54 82.68±7.34
实验组 33 94.92±6.38 92.76±9.64

t — 9.38 4.47
p — 0.00 0.00

表 2 两组学生综合核心能力比较（X±s，分）

项目 对照组 实验组 t p
人文素质 21.53±3.26 34.16±4.37 11.76 0.00
团队协作

能力
16.45±4.28 26.76±3.99 10.18 0.00

临床思维

能力
18.99±4.12 31.49±4.26 10.67 0.00

创新意识 17.12±4.01 24.34±4.51 6.36 0.00
伦理法律

实践
18.52±3.22 22.97±4.23 4.59 0.00

自主学习

能力
18.97±4.24 31.24±4.98 10.15 0.00

人际沟通

能力
20.33±3.84 32.05±4.78 10.74 0.00

总分 121.58±12.18 176.97±12.86 18.62 0.00

3.3 两组学生满意度比较
实验组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

（P ＜ 0.05），见表 3。

表 3 两组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满意度比较 [n（%）]

组别 n
非常 
满意

满意
满意度 
一般

不满意
非常 

不满意

满意度

（%）
对照

组
32 9（28.13）

17
（53.13）

4（12.5）
2

（6.25）
0（0） 81.26

实验

组
33

20
（60.50）

11
（34.38）

1（3.13） 0（0） 0（0） 96.88

X2 9.04
p 0.00

4 讨论

4.1 微课结合 PBL 在小儿穴位贴敷教学中开设的意义
小儿穴位贴敷教学课程是目前学校和社会比较热门的

专业技术课程，是培养应用型的小儿保健医疗人才的主要方

法。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相关课程，但目

前相关课程多采用“理论—示教”单一的灌输式教学方法，

教学效果较差，教学手段单一，学生通过学习多只掌握相关

理论知识，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相对薄弱，未能达到学习的

最终目的。而小儿穴位贴敷课程是一门操作性强，并需要根

据病情一人一方的学习科目，要求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

作技能相对较高。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、实操技

能，培养学生相关人文素养等综合能力，成为亟待解决的首

要问题。通过前期大量的文献搜索、问卷调研等方式，我们

针对小儿穴位贴敷教学采取微课结合 PBL 的综合性教学方

法。主要是针对小儿穴位贴敷课程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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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，拍摄知识点、重点、难点等形成教与学活动相结合的各

种教学资源，可预先将微课上传网络，学生提前预习相关知

识，提前做到心中有数。课上设计基于问题式的教学案例，

以问题为导向、以学生为主体，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，培养

学生自学、研究、讨论和合作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，全面培

养学生综合思维能力，提高学生综合素养。通过研究发现，

这种综合式教学方法摆脱了以往单一的授课模式，学生学习

接受度增高，不仅可以丰富教学方法、提升教学质量，而且

推动了小儿穴位贴敷的教学改革，同时为其他教学研究提供

研究思路和方法 [3,4]。

4.2 微课结合 PBL 教学方法能够提升学生的成绩和

综合核心能力
本次研究显示，实验组学生的理论知识成绩和实践技

能操作成绩均高于对照组（P ＜ 0.05）；实验组学生综合核

心能力如人文素质、团队协作能力、临床思维能力、创新意

识、伦理法律实践、自主学习能力、人际沟通能力及总分均

高于对照（P ＜ 0.05），说明微课结合 PBL 教学方法模式

不仅能够提升教学效果，还能够让广大学生接受和认可，可

以综合、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。

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多以教师为中心，往往忽略了以

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，因此导致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差，

产生了教学效果不佳的现象。而微课结合 PBL 教学法用于

小儿穴位贴敷教学，可使多种教学手段的优势得以充分发

挥，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。

例如，①有效提高了学习效率。利用线上资源平台的

优势，将微课用于教学中，可有效提高学生的时间利用率和

学习效率 [5]。②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。医学课程的实践性很

强，将 PBL 教学法引入教学，通过案例可将学生带入临床

实景，引导学生用所学知识讨论并解决案例中提出的医学问

题，真正体会到学有所用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[6,7]。③有

利于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。在诊疗活动团队协作是必不

可少的，通过学生相互配合对教学案例一层层的深入分析，

训练学生形成良好的医学思维模式，且培养其团队协作能

力。④利于师生及学生之间的沟通。PBL 教学法要求学生

在课堂上展开讨论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，有助于提高其

沟通能力，同学间的交流心得，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知识的

掌握程度。课堂上师生交流的增加，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

关系，利于教师全面掌握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，及时了解

采用的教学模式是否适合该班教学，从而做出相应调整 [8-10]。

因此，借助微课的优势，教师将小儿穴位贴敷的操作

技能拍摄了多个微课，导入线上教学平台内，发挥了微课的

作用，传统线上教学模式和新型线下教学模式结合在一起，

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，具有灵活、方便等特点，因其教学

方式新颖、独特而具有吸引力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

积极主动性，同时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，得到广大学生的 

认可 [11-15]。

4.3 微课结合 PBL 教学模式能够提升学生的满意度
根据满意度调查显示，实验组学生的满意度高于对照

组（P ＜ 0.05）。通过微课结合 PBL 教学方法教学，不仅

丰富了小儿穴位贴敷教学方法，还让学生能够积极、主动学

习。学生表示在教学形式、授课过程、学习自主性、教学效果、

综合能力提升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和优势，此种学习模式

更加适合多元化、多层次的教学需求，提高全面的提高了学

生的综合能力。

综上所述，微课结合 PBL 在小儿穴位贴敷教学中应用

效果较好，不仅能够提升理论知识成绩、临床技能操作成绩

和学生的综合核心能力，还能提高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，值

得在相关教学中进一步推广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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